
 

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計畫 

■ 能力指標(學習領域)            □ 課程目標(彈性學習) 

1-3-1-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。 
1-3-1-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，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。 
1-3-3-1 實驗時，確認相關的變因，做操控運作。 
1-3-3-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，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。 
1-3-4-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，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。 
1-3-4-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。 
1-3-4-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，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。 
1-3-4-4 由實驗的結果，獲得研判的論點。 
1-3-5-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。 
1-3-5-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，共享活動的樂趣。 
1-3-5-5 傾聽別人的報告，並做適當的回應。 
2-3-1-1 提出問題、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、學習操控變因、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。

學習資料整理、設計表格、圖表來表示資料。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，提出假

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。 
2-3-2-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，自訂一些標準將動物、植物分類。 
2-3-4-2 認識天氣圖上的高、低氣壓線、鋒面。觀察(資料蒐集)一個颱風的興衰。 
2-3-4-3 知道溫度高低不同，使水的存在形態改變，是形成霜、露、雲、雨、雪的原因。 
2-3-4-4 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、大地與水，及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。 
2-3-5-2 藉製作樂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、音量大小、音色好壞等，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。 
2-3-5-5 知道電流可產生磁場，製作電磁鐵，瞭解地磁、指北針。發現有些「力」可不接觸仍能作用，

如重力、磁力。 
2-3-6-1 認識日常用品的製造材料(如木材、金屬、塑膠)。 
2-3-6-2 認識房屋的結構與材料。 
2-3-6-3 認識資訊科技設備。 
3-3-0-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，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。 
3-3-0-2 知道有些事件(如飛碟)因採證困難，無法做科學性實驗。 
3-3-0-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，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。 
3-3-0-4 察覺在「以新觀點看舊資料」或「以新資料檢視舊理論」時，常可發現出新問題。 
3-3-0-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，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

異。 
4-3-2-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。 
4-3-2-4 認識國內、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。 
4-3-3-1 瞭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、休閒設施等科技。 
5-3-1-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，做最佳抉擇。 
5-3-1-2 知道經由細心、切實的探討，獲得的資料才可信。 
5-3-1-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，做最佳抉擇。 
5-3-1-2 知道經由細心、切實的探討，獲得的資料才可信。 
5-3-1-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，要獲得什麼結果，須營造什麼變因。 



 

6-3-1-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。 
6-3-2-1 察覺不同的辦法，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果。 
6-3-2-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。 
6-3-2-3 面對問題時，能做多方思考，提出解決方法。 
6-3-3-1 能規劃、組織探討活動。 
6-3-3-2 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，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。 
7-3-0-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。 
7-3-0-3 能規劃、組織探討活動。 
7-3-0-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理的應用。 
8-3-0-1 能運用聯想、腦力激盪、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。 
8-3-0-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，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。 
8-3-0-3 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型。 
8-3-0-4 瞭解製作原型的流程。 

課程名稱 自然 年級 六 設計者 許志勇 教學者 許志勇 

每週授課節數 
自然 3 節+彈性

課程 1 節（實驗） 
學期授課節數 合計【  84  】節 

學校願景融入

情形 

1.多元學習：嘗試發現生活中天氣、聲音、地表與電磁的應用，並透過實驗設計操

作瞭解特性與原理，再進一步思考運用的方式與創意的發想。 
2.快樂和諧：在團隊合作中進行探索與實驗，讓分工的互助與學生相互學習間培養

一事共成、成果共享、團隊共榮的精神。 
3.服務人群：引領學生發現生活的科學與其中的待改善的現況，透過討論發表與不

否定的態度去激發更多改善與創新的可能，以培養學生將來服務社

會、改變社會的能力。 
教育議題融入

情形標記(多選) 
■1.性別平等 ■2.環境 ■3.資訊 □4.家政 □5.人權 ■6.生涯 ■7.海洋 □8.國防 

新興議題融入

情形標記(多選) 

■A.法治 ■B.生命 □C.品德  ■D.媒體 □E.智慧財產 □F.資訊倫理與安全上網 

□G.理財 □H.動物福利 □I.人口販賣 ■J.多元文化 □K.族群                ■

L.圖資利用與閱讀教育 □M.(其他:              請自述) 



 

◎學期教學課程目標：(與學生學期評量要點相對應) 

認知：1.知道雲、霧、雨、霜、露、雪等天氣現象，都和水有關。 

        2.知道聲音如何產生，以及聲音產生時的共同現象。 

        3.認識聲音在不同介質中的傳播情形，以及聲音需要介質才能傳播。 

        4.了解地形景觀的形成與流水作用的關係。 

        5.知道土壤的形成與功用。 

        6.認識地磁的特性，並且知道指北針和磁鐵都會受地磁影響。 

        7.發現通電的電線會產生磁性，會使指北針的指向偏轉。 

情意：1.認識地面天氣圖、衛星雲圖和天氣符號，知道氣團和鋒面會造成天氣變化。 

        2.認識常見樂器的發聲原理，以及樂器如何發出不同大小或高低的聲音。 

        3.認識河流上游、中游、下游和海岸的地形景觀。 

        4.認識地震可能造成的災害。 

        5.認識馬達的內部有電磁的裝置。 

        6.認識電磁鐵的磁極、磁力，以及影響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因素。 

技能：1.知道颱風造成的影響，進而了解防颱準備的重要性。 

        2.應用已知的樂器發聲原理來自製樂器，並且能讓自製樂器發出不同大小或高低的聲音。 

        3.認識生活中的噪音，以及知道減少噪音的方法。 

        4.認識三大岩類，知道岩石可以依成因分為三大類。 

        5.了解岩石是由不同的礦物所組成，認識岩石與礦物在生活中的應用。 

        6.認識地震報告中的專有名詞，同時能加強地震的防災概念，並落實於生活中。 

        7.知道生活中各種應用電磁鐵的裝置，並且能應用電磁鐵製作玩具。 
◎預期達成學生學習能力：（本校設計之學生學習評量要點） 

1.能認識各種天氣現象與水氣變化對天氣的影響。 
2.能了解聲音是如何產生，能自行蒐集材料、設計並製作簡易樂器。 

3.能知道流水侵蝕堆積、風化作用與地形的關係。 

4.能了解磁鐵與電磁的特性和日常生活中磁力的應用。 
◎教學評量方式說明：(請依據教育局評量相關規定) 

1.量化：平時(60)%  其他(10)%   期中評量(15)%   期末評量(15)%。 
2.質性：上課表現、學習態度。 

◎教學進度安排(教育議題：1.性別平等 2.環境 3.資訊 4.家政 5.人權 6.生涯 7.海洋 8.國防) 
              (新興議題：A.法治、B.生命、C.品德、D.媒體、E.智慧財產、F.資訊倫理與安全上網 

G.理財、H.動物福利、I.人口販賣、J.多元文化、K.族群 

L.圖資利用與閱讀教育□M. (其他:           請自述) 

單元名稱 起訖日期 教育議題 新興議題 節數 使用教材（含輔助學習教材） 學生評量方式 

一、多變的天氣 8/30~9/29 12367 A、D 20 自然與生活科技（翰林

版）第 7 冊 
相關實驗教具及媒體素

材 

單元習作 

實驗操作 

態度評量 
分組競賽 

定期評量 

二、聲音與樂器 10/02~11/03 126 D、J 20 

三、地表的變化 11/06~12/08 1267 A、B、L 20 

四、電磁作用 12/11~1/19 12 D 24 

定期評量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範圍 學生評量方式 

第一次定期評量 10/30 11/03 一、二單元 紙筆測驗 
第二次定期評量 1/11 1/12 三、四單元 紙筆測驗 



 

【家長配合事項】 
 

1.讓孩子多參加科學活動，鼓勵孩子閱讀科學書籍，培養科學素養。 
2.帶孩子到各地動、植物園及科學館參觀，增進學習興趣。 
3.抽空留意孩子的學習狀況，有任何疑問請與任課老師聯繫，期能幫助

孩子解決學習問題。 

 


